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http://www.cnki.net

　2007 年 5 月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(社会科学版) May , 2007 　

第 26 卷　第 3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(Social Sciences Edition) Vol126 　No13

Ξ 二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变化的国际根源

杨洪贵
(重庆文理学院　法律与政治系 ,重庆　永川　402160)

　　[摘 　要 ]二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出现的一系列变化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。美国与南非

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在澳大利亚产生强烈反响 ,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仅直接关注澳大利亚种族

问题 ,而且成为土著活动家争取种族平等的渠道与场所。这一切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带来强

大的国际压力 ,成为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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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为一个由英国殖民地发展而来的有着长期种族

主义历史的国家 ,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改变国内种族政

策由来已久。早在 1920 年代 ,英国和印度曾经成功地迫

使澳大利亚政府改变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印度人的法律

地位 [1 ]P22 。二战后 ,随着反种族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时

代潮流 ,国际社会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压力 ,促进了澳大

利亚种族政策的转变。1962 年 ,联邦选举法案正式把联

邦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土著人 ,同年西澳赋予土著选举权 ;

1965 年 ,昆士兰把选举权扩大到土著人 ;1966 年 ,联邦仲

裁法庭宣布北方领土养牛场的一些土著工人获得与白

人同样的工资待遇 ;1967 年 ,澳大利亚通过全民公决 ,修

改宪法第 51 条 26 款 ,赋予联邦对全国土著的管辖权 ,废

除宪法第 127 条 ,规定将土著人口计入澳大利亚联邦人

口统计之内 ,从而彻底改变了土著的宪法地位。本文拟

就促进二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演变的国际根源进行

简要评述。

一、美国和南非民权运动发展在澳大利亚产生强烈

反响

1950～60 年代 ,美国产生了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

动 ,60 年代初达到高潮。同时 ,在种族隔离的南非 ,黑人

的斗争也开始展开。美国民权运动与南非反种族隔离斗

争在澳大利亚得到广泛的报道 ,引起了深切的关注 ,澳大

利亚人积极行动起来予以声援。1960 年 3 月 21 日 ,南非

爆发了反通行证法的群众运动 , 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沙

佩维尔镇和开普敦附近的兰加镇集会示威的数万名非

洲群众遭到当局血腥镇压 ,导致死 70 多人、伤 200 多人

的震惊世界的“沙佩维尔惨案”[2 ] 。惨案发生后 ,悉尼的

大学生们举行了几次集会与抗议活动 ;1963 年 ,在墨尔

本举行的国际贸易博览会期间 ,墨尔本大学和莫纳什大

学的学生们在南非展厅前举行抗议 ,反对种族隔离 ;1963

～1964 年夏天 ,南非板球队前来澳大利亚南部参加比

赛 ,当地大学生、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人员在机场和板球比

赛场地进行抗议 [3 ]P1 。

1963 年 6 月 ,肯尼迪总统提出一项民权法案 ,宣布就

业领域和公共场所实施种族歧视为非法 ,授权联邦政府

废除地方学校的隔离制度 ,确认黑人的选举权。同年 11

月 22 日 ,肯尼迪遇刺后 ,约翰逊总统继续推进民权运动 ,

促进国会通过民权法案 ,但来自美国南方的参议员试图

阻止法案的通过 ;1964 年 5 月 6 日 ,为了支持美国通过民

权法 ,悉尼大学 2 000 多名学生聚集在悉尼的美国大使

馆外举行抗议 ,大约 50 名学生在街道中间静坐示威 ,反

对美国南方的参议员阻扰肯尼迪提出并为约翰逊总统

坚持的民权法案。警察使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 ,50 多名

参加抗议的学生被逮捕。此次在悉尼美国大使馆外的抗

议 ,成为全世界各家报刊的头条新闻 ,给美国参议院很大

的压力 [3 ]P8 - 9 。

澳大利亚为美国与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声援运动

激发了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种族问题的高度关切和对

澳大利亚种族政策的质疑。1964 年 7 月 10 日 ,斯里兰卡

锡兰观察家报 ( Ceylon Observer)登载题为“奇怪的反应”的

评论。评论指出 ,仔细考察澳大利亚的种族状况 ,就会觉

得澳大利亚人声援美国民权运动显得荒唐可笑。就在这

个抗议美国黑人政策的国家 ,绝不允许任何有色人种移

民进入 ,而我们锡兰的有色人种兄弟甚至可以去美国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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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美国为家 ,只要我们愿意的话。但是澳大利亚呢 ,回答

是绝对的 ,No ! 那些抗议者应该环顾一下自己的家乡 ,

看看是否存在有色人种邻居。如果示威者深入考察的

话 ,他们就会发现在自己的社会里存在着他们所要反对

的那种种族歧视 ,而且还非常严重。我所指的是澳大利

亚如何对待自己的土著。美国生活杂志有文章评论到 ,

悉尼大学的学生仅仅为美国的种族歧视而抗议 ! 世人皆

知 ,澳大利亚自己存在世界上最严厉的种族排斥法。一

位美国黑人在给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的信中写到 ,首先感

谢澳大利亚学生们的声援。但接着转而问到 ,如果你们

的关心出自内心深处的真诚的话 ,我冒昧地问你们一句 ,

你们能不能凭借发自内心的同情和良知发动和平抗议 ,

反对你们澳大利亚国内的种族歧视呢 ?[3 ]P8 - 9

澳大利亚人如此投入地为美国和南非的黑人权利

而抗争 ,为什么不关注自己国内的种族问题 ,为土著和有

色人种移民的权利而斗争呢 ? 国际社会的质疑深深地刺

痛了澳大利亚人的神经 ,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

问题。这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关注自己的土著状况和种

族歧视问题。1964 年 5 月 2 日 ,澳大利亚著名人类学家

彼尔·斯泰勒 (Bill Stanner)给悉尼先驱晨报写信指出 :“事

实表明 ,澳大利亚人仅仅为遥远国度的种族问题而愤

怒。”[3 ]P1 1964 年 5 月抗议后 ,5 月 11 日 ,有人给悉尼先驱

晨报写信说到 :“学生们的勇气值得钦佩 ,但他们似乎完

全忘记了澳大利亚的土著所处的困境。他们加入人群高

喊口号谴责其他国家的种族主义的时候 ,却自欺欺人地

宣称自己在为有色人种的权利事业而斗争。而以一种建

设性方式帮助我们社会倍受剥夺的土著则是另外一回

事情。这些示威者有多少与土著交往过呢 ? 有多少人会

邀请一位土著人到自己家里做客呢 ? 有多少人考虑过与

一个澳大利亚有色人种血统的人结婚呢 ? 只有当所有澳

大利亚人停止对土著人的歧视 ,不再把他们当作二等公

民对待 ,把他们毫无保留地接纳进白人社会的时候 ,学生

们才有可能正大光明地为其他国家的种族歧视举行抗

议 ,而不被指责为伪善 ,才显得理直气壮 !”[3 ]P9

南非和美国南部种族关系的严重恶化 ,使越来越多

的澳大利亚人意识到顽固坚持种族主义所必须付出的

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,他们越来越厌恶充满种族歧视的

社会 [4 ]P20 。由此 ,全社会开始更加关注土著问题 ,成为促

进种族政策转变的基础。

二、澳大利亚的土著活动家们利用国际社会对澳大

利亚联邦政府施加压力

二战后 ,澳大利亚土著争取权利的斗争逐渐发展。

土著活动家们不断向国际社会揭露澳大利亚政府的种

族政策 ,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坛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施加

压力。查尔斯·迪吉 (Charles Duguid) 是最早认为可以把

联合国作为公开揭露澳大利亚土著处境的论坛的土著

活动家。1951 年 ,他在由维多利亚土著权利理事会于墨

尔本组织的一次集会上面对数千听众发表演讲 ,呼吁联

邦政府依据联合国宪章结束种族压迫 ,授予土著充分的

人权。1952 年 ,查尔斯·迪吉编辑了一份反种族政策的

宣传材料 ,在其中他逐条地分析了《联合国普遍人权宣

言》的内容 ,并指出澳大利亚政府的土著政策是如何违犯

相关条款的。他呼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本着“人类共有

诚实”,将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原则运用于土著人 ,并警告

澳大利亚政府 :亚洲各国和人民正拭目以待 [1 ]P24 ;另一位

土著活动家玛丽·贝内 (Mary Bennett) 也在 1957 年出版

《澳大利亚土著权利》一书 ,全篇引用《联合国普遍人权宣

言》的条款进行注解 ,利用国际舆论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

施加影响 [1 ]P24 。

著名土著事务活动家热西·斯特雷特 (Jessie Street) ,

这位长期鼓吹把政治权利扩大到土著的活动家 ,也热心

利用国际社会来展开活动。热西·斯特雷特是早期土著

进步组织的重要人物 ,他与基地在伦敦的反奴隶制协会

有着密切联系 ,并通过该协会与联合国接触。1950 年

代 ,英国反奴隶制协会开始采取积极行动追究澳大利亚

土著问题。1956 年 ,反奴隶制协会起草向联合国经济与

社会理事会提交了一封关于澳大利亚土著无法享有公

民权的申述信 [1 ]P25 。1957 年 ,热西·斯特雷特提出了一份

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地位的报告 ,成为国际社会经常批评

澳大利亚的依据 [1 ]P24 。他还希望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

人权委员会直接申诉澳大利亚土著的人权问题 ,但遭到

多方阻挠。为更好地公开揭露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政

策 ,后来他极力主张在澳大利亚建立全国性的联邦土著

权利机构以便与联合国直接接触 [5 ]P580 - 581 。他的主张得

到了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响应。肖勒·安德烈 ( Shirley

Andrews)也热心于建立一个澳大利亚的代表机构向联合

国提出澳大利亚种族歧视问题 ,而不是依靠海外机构如

英国的反奴隶制协会。后来他成为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

的早期成员之一。正是为了促进土著组织在与联合国交

涉中进行行动协调 ,1958 年 2 月 ,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

(FCAA)成立 ,其成员主要是各州土著进步组织的代表。

在理事会最早的声明里号召 :给予土著与其他澳大利亚

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 ,废除所有联邦与各州歧视土著的

法律 [1 ]P25 。1960 年代后 ,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成为澳大

利亚土著权利运动的核心组织。全国性土著权利机构的

建立为澳大利亚土著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提供了方便 ,经

过长期努力 ,1969 年 ,澳大利亚土著代表团最终到达纽

约 ,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澳大利亚土著现状报告。

此外 ,澳大利亚土著组织还利用国际劳工组织 ( ILO)

就土著就业与生存问题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。1957 年 ,

国际劳工组织提出《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》,要求各国政

府应该保证土著居民“在平等的基础上 ,获得全国性法律

和规定赋予全国其他人口的权利和机会”[1 ]P23 。同年 ,国

际劳工组织还通过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土著民族就业的

107 号公约》,指责澳大利亚牧业土著工人的低工资政策

直接违背该公约的相关规定。澳大利亚拒绝签署这些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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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文件 ,但为 1958 年成立的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关注土

著就业问题提供了依据 ;1959 年 ,联邦土著进步理事会

号召其成员带上国际劳工组织的《土著与部落人口公约》

参加州和联邦议会 ,给政府施加压力 [1 ]P25 ;1962 年 ,联邦

土著进步理事会领袖之一肖勒·安德烈编写的理事会年

度参考资料中对土著就业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揭

露。他指出 ,澳大利亚对土著普遍实行低工资政策 ,尤其

是北方领土、昆士兰和西澳的畜牧业特别严重 ,而维多利

亚和新南威尔士都对土著的工作机会进行限制 ; 1963

年 ,国际劳工组织召开年会 ,澳大利亚的土著工资问题即

将面临国际劳工组织的审查和批评。澳大利亚工会理事

会被迫采取行动 ,于 1963 年 9 月的大会上通过支持牧业

土著工人获得平等工资的决议 [3 ]P15 ,从而为 1966 年联邦

仲裁法庭宣布北方领土养牛场的土著工人获得与白人

同样的工资待遇奠定了基础。

三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为迫使澳大利亚改变种族

政策的重要力量

1948 年 12 月 10 日 ,联大通过《世界人权宣言》,其中

第二条规定 :“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权利与自

由 ,不分种族、肤色、性别、语言、宗教、政见或他种主张 ,

国籍或门第、财产、出生或他种身份。”[6 ]P203 联合国人权

基本原则的确立推动了国际社会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步

伐 ,促进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澳洲黑人的命运。1945 年旧

金山会议上 ,澳大利亚被列入“种族主义阵营”;1949 年 ,

苏联代表团团长 A. 维辛斯基在联大特别政治会议上揭

露澳大利亚对土著的暴政和土著的悲惨状况 ,呼吁国际

对其进行关注 [7 ]P395 ;1952 年 ,联合国大会总委员会则把

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与南非种族隔离相提并论 ,一起列

入议程 ,在大会上受到同声谴责。一些非洲国家把澳大

利亚说成是“亚洲的南非”[8 ]P197 。同年 ,联合国经济与社

会理事会敦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重新审视自己的种族

政策。时任总理孟席斯写信给土著居民较多的昆士兰政

府 ,要求他们考察当地种族问题的状况。昆士兰总理在

回信中辩称 ,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文化落后 ,没有形成自己

的文化和传统 ,没有资格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存在 ,也不

符合联合国确定的少数民族标准 ,无权享有联合国人权

宣言规定的相应权利 [1 ]P23 。

进入 1960 年代后 ,随着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和南非反

种族隔离斗争的发展 ,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政策的批评

日益加剧 ,澳大利亚对土著居民的歧视 ,以及基于种族原

因对有色人种移民进行限制的“白澳政策”遭到激烈的批

评与攻击。1960 年 11 月 13 日联合国大会上 ,赫鲁晓夫

提出的《殖民地人民独立宣言》的提议得到大会的支持。

赫鲁晓夫在提案中指责澳大利亚灭绝土著人的种族政

策 ,他说 :“任何人都知道 ,澳大利亚土著人口是以何种方

式灭绝。”1963 年 6 月 ,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会议上 ,苏联代

表直接批评澳大利亚代表 ,指出澳大利亚的宪法第 127

条 (内容为 :在统计联邦、州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口时 ,土著

居民不得计算在内) 就是歧视土著人的最好证据 [3 ]P14 。

同年 11 月 20 日 ,联合国通过了《联合国消除各种形式的

种族主义宣言》,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形成了空前的压

力。因为此宣言不仅重申了《联合国宪章》和《联合国普

遍人权宣言》的原则 ,而且宣称有必要尽快消除各种歧

视 ,要求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尽快采取措施消除世界各

地的各种形式的歧视行为。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国家 ,澳

大利亚开始意识到国际舆论成为促进各国实施联合国

非歧视的人权原则的力量。因此 ,澳大利亚被迫成立一

个政府部门兼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考察种族歧视问题。

1964 年 3 月 ,该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指出 ,为了确保澳

大利亚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不受严重的伤害 ,我们

必须尽可能立即切实地废除澳大利亚社会的种族歧

视 [3 ]P15 。顺应潮流 ,1965 年澳大利亚签署了《关于消除各

种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》。

澳大利亚签署联合国相关公约后 ,国际对澳大利亚

实施公约的状况高度关注。澳大利亚宪法的第 51 条 26

款和第 127 条成为国际社会进一步批评澳大利亚土著政

策的口实。第 51 条 26 款规定 ,为了维护联邦的安宁、秩

序 ,促进联邦对国家的良好治理 ,联邦议会拥有对各州土

著以外任何种族的居民制定特别法律的权力 [9 ]P216 - 21 。

1965 年 ,孟席斯政府提出废除宪法第 127 条的提案。当

时 ,总理孟席斯在议会里说 :“宪法第 127 条与我们国家

的形象完全不协调。”[10 ]P270 1967 年 5 月 26 日 ,总理霍尔

特在呼吁选民支持改革的讲话中说道 :“除非我们对宪法

改革表示支持 ,否则就会破坏澳大利亚形象和声誉 ,使世

界各地渴望公正的人们对澳大利亚另眼相看。”[10 ]P273 为

了缓解国际社会的压力 ,消除国际社会谴责澳大利亚种

族主义的口实 ,孟席斯和霍尔特政府推动宪法改革 ,并在

1967 年通过全民公决废除和修改有关宪法条款 ,实现土

著宪法地位的改变。

总之 ,随着战后澳大利亚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 ,土著

政策成为澳大利亚参与国际交往的重大障碍。在冷战格

局下 ,“当澳大利亚充当美国的伙伴为美国对抗苏联而呐

喊助威时 ,才发现自己由于对土著的不公正而处于尴尬

之中。同样也由于种族主义名声而影响与北方近邻的交

往”[11 ]P125 。其国际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:“在种族主义被明

确地归类为一种疾病的世界上 ,澳大利亚因为它的白澳

政策而背有种族主义的坏名声。我们参加国际上的讨

论 ,提高我们的嗓音时 ———在保卫人权 ,维护人类福利方

面 ,我们应该大声疾呼 ———我们的发言由于整个大陆遍

布着成千上万蜷缩在垃圾堆上的被歧视、被压迫的人民

而变得一文不值。”[12 ]P105 国际社会给澳大利亚社会和政

府形成的巨大压力是澳大利亚种族政策转变的重要因

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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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After World War Ⅱ, the shift of Australian racial policy ha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s.

American civil movement , South Africa apartheid , the U. N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ve

brought pressure 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become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change of Australian racial polic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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